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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蓝旗

乌拉特前旗

“自从住进村里的幸福院儿，真是享福
了！”秋日暖阳，在兴安盟突泉县六户镇钢铁
村的幸福院里，58岁的曾宪全正和他的邻居
们围坐在一起唠家常，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10多年前，曾宪全为了给妻子治病，变卖
了所有家产，但还是没能留住妻子的生命。
之后，一直在亲属家借住。现在，曾宪全终于
如愿以偿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养老服务工作关乎民生，连着民心。突泉
县持续聚焦农村养老，以促进城乡基本养老服
务均等化为着力点，以筑牢底线补齐短板为突
破口，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引领服务作用，不断
健全互助养老设施设备，切实推进农村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让农村老年人在家门口实现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托起幸福“夕阳红”。

突泉县建立“县级统筹、部门履职、镇村
落实、社会参与”的农村养老服务工作机制，
印发《突泉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
《突泉县 2023年养老服务工作任务清单》等

文件，制定《突泉县养老服务工作资金需求清
单》，组建党员先锋服务队、邻里互助服务队、
商企联盟服务队等“助老联盟”服务队伍，打
牢养老服务根基，聚焦重点群体，及时发放低

保、特困、高龄、残疾、临时救助补贴等，保障
老年人收入来源。同时，结合村屯规模、区位
及医疗卫生资源情况，统筹制定区域医养服
务设施规划，建立完善“镇村养老服务中心
（站）+社会化养老机构+农村互助幸福院”养
老服务阵地。

9月 6日，在学田乡大保村幸福院，村医

胡文义早早就开始了健康医疗护理，老人们
边聊天边等待。“现在，医生24小时值班，有啥
事一打电话就来了，我们住得安心又放心。”
老人姜凤泉高兴地说。

突泉县学田乡大保村幸福院在建设中嵌
入独立卫生室，坚持医养结合，组织医疗服务
团队，为老人提供预防、保健、药品、治疗、康
复、护理等医疗护理服务。乡村医生每周为
老人提供康复理疗、慢性病防治等医疗照
护。同时，积极开展老年人康复教育，不定期
进行营养健康宣讲，实现医养有序衔接，使幸

福院成为老人们信赖的“幸福驿站”。
突泉县建设医养结合中心养老院1所，将

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康复理疗科引入中心养
老院。实施村级养老服务站点、村级互助幸
福院与村卫生室共享工程，全力打造养老机
构和医疗服务相结合、生活照料和康复理疗
于一体的新型康养医养服务模式。落实“助
医、助急、助乐、助聊、助行、助洁”，提供全方
位养老服务。开发“享老·好邻里”智慧养老
服务平台，开展老年人“点单”服务，第三方接
单派单，县乡村养老服务中心（站）后台全程
跟踪监管，探索智慧化养老模式。

突泉县不断健全养老服务人才教育培训
体系，通过县级职业技术院校开办养老护理
相关专业，开展护理员骨干队伍培训和职业
技能等级评定，今年新增初级护理员30人，新
增持证社会工作者50人，让护理队伍更加专
业化、精细化，满足社区群众养老需求，营造
全社会爱老、敬老、孝老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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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娜 突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赵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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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辽 9 月 21 日电 （记者 郭洪
申 鲍庆胜）近日，为期两天的2023中国·开
鲁红干椒产业大会举行，达成涉辣生产、加
工、销售等合作意向48个、资金8.24亿元。

会议期间，召开了2023中国园艺学会辣
椒分会年会暨开鲁红干椒高质量发展高峰论
坛，聚焦开鲁红干椒产业发展和品牌建设，为
开鲁红干椒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进一步拓
展开鲁红干椒销售和出口渠道，深入挖掘开
鲁红干椒品牌核心价值、提升开鲁红干椒品
牌的知名度和竞争力，为开鲁红干椒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注入新动力、拓展新空
间。来自国内 500多名农业生产、流通领域

知名专家学者，以及辣椒生产、加工、经销、出
口企业负责人等相关人士参加。

通辽市红干椒种植规模占全国的15%以
上、占全区的75%以上，开鲁县作为全区红干
椒种植面积最大的旗县，有着60多年的种植历
史，规模化种植也有30多年，现在种植面积已
达到了60万亩，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红干椒生产
基地，全国县域红干椒生产排名第一，年产值高
达20亿元，拥有红干椒地方标准体系、生态原
产地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双认证”，已经成长
为地方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之一。开鲁县红辣
椒产业的发展壮大，促进5万余人在红辣椒全
产业链上就业，年劳动力务工收入达3.6亿元。

红干椒产业大会成果丰硕开鲁县

本报赤峰 9月 21日电 （记者 肖璐）
“‘学习强国’双人小组赛即将开始，大家都准备好
了吗？”金秋时节，林西县大营子乡大集上热闹非
凡，随着“学习强国”线下推广活动主持人一声令
下，参赛选手马上投入比赛，聚精会神审题、答题。

这是林西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创新举办
的赛事，在集市上任意2人组队通过学习强国平
台现场PK,最终获胜者可领取小奖品。“自从下
载‘学习强国’，学习变得容易，拿出手机随时学，
这次‘PK’获得第一，全是坚持不懈学习的成
果！”在比赛中拔得头筹的刘安宁高兴地说。

林西县通过“现场学、现场比、现场评”的方
式，让广大群众看到了“学习强国”的有趣之处，

让学习强国平台在群众中收获了一大波“粉丝”。
“农民就会干些农家活，这上边有啥我们能用

得上的？”在“学习强国”推广摊位前，有前来咨询的
群众表示疑惑。“大叔，这里有农业技术教学视频，
关于蔬菜种植管理的，针对病虫害的解答，这不正
是咱们需要的！”志愿者陈晓彤耐心为群众解答，并
帮助大家通过手机扫码下载“学习强国”平台。

“通过开展‘学习强国’赶大集活动，群众
菜篮子里不仅有瓜果蔬菜，更装满丰富的精
神食粮。林西县将不断创新‘学习强国’推广
运用，推动学习从‘身边’到‘心间’，营造出人
人参与、口口相传的良好学习氛围。”林西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陆垠说。

林西县 “学习强国”线下强势圈粉

集宁区

本报乌兰察布9月21日电 (记者 郭
奇男)记者日前从集宁区医疗保障局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集宁区跨省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率达到87%。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指参保人员在异地
定点医药机构完成就医、购药行为后，依托国
家和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异地就
医、业务管理、支付方式等应用子系统在定点
医药机构端完成医保待遇报销结算的行为，
参保人员仅需按规定支付个人自付费用。医
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适用于在自治区各
统筹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实现医保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途径是办理异地就医备
案，跨省异地住院就医需要办理异地就医备
案。自治区内异地就医、跨省门诊就医、跨省
药店购药等可直接结算，参保人员无需办理
异地就医备案。

据悉，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的实施，能
够促进医保标准化，提高医保管理服务一体化
水平；促进医保大数据的形成和使用，提升运
行监测和监管水平；促进管理服务均等化，提
升管理服务水平；有效解决参保人员垫付报销
费用的压力和来回跑腿手工报销的麻烦。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87%

□本报记者 薛来 实习生 屈荣

张福林摘了一根“香研7号”线椒，放进嘴
里慢慢咀嚼。“嗯，这个辣椒清脆甘甜。”他顺
手又摘了一根“博辣1号”朝天椒，“咱们再尝
尝这根辣椒的口味，”说着就把辣椒送进嘴
里，“啊呀，呸……辣死了！”这一系列举动让
记者忍俊不禁。

身为红明村党支部书记的张福林，每年
要多次接待全国各地的客商。“我们这里空气
干燥、光照充足，种出来的辣椒品相好、口感
佳、产量高，许多辣酱生产企业都到这里收购
辣椒，根本不愁卖。”他一边擦嘴一边笑着为
记者介绍。

站在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红明村万亩辣
椒产业园，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生机盎然的农
田美景，1万亩辣椒连片种植基地一眼望不到
边，翠绿、鲜红的辣椒挂满枝头，长势喜人。

“前几年，我们也积极推进辣椒种植，但
过程并不顺利，许多村民认为辣椒价格受市

场行情影响太大，经常是赚一年赔一年，所以
都不愿意种植辣椒，更不愿意流转土地。”张
福林介绍。

为了打消村民顾虑，红明村党支部组织
村“两委”成员、党员致富带头人、种植大户带
头流转土地，同时组成工作专班，连续一个多
月不分昼夜，深入村组，一家家发动、一户户
号召，最终说服310户农户“让利”流转土地，
67户农户同意连片种植辣椒，通过采取“党组
织+公司+基地+农户”经营模式，与巴彦淖尔
市农垦集团和当地龙头企业合作建成万亩辣
椒产业园。同时，通过为合作企业提供土地
矛盾调解、劳务用工对接等社会化服务，以服
务费形式增加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依托
企业的产业优势，为周边村民提供辣椒移栽、
采摘、田间管理等就业岗位……看在眼里的
实惠，让群众彻底放下了顾虑，决心跟着村党
支部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2022年辣椒平均亩产 4000斤，鲜椒价
格1.8元到2元，农户自种亩均纯收入4000元
以上，流转土地亩均纯收入2500元以上。”张

福林高兴地说。
在乌梁素海南岸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原来生长小麦的地方已经被颗颗绿油油的油
葵占据，套种的辣椒叶繁果硕，这种小麦套辣
椒复种油葵模式在全区也是独家尝试。

近年来，乌拉特前旗坚持党建引领产业
发展，按照“一村一品，一支部一特色”的整体
发展布局，立足土地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
求，引进多种辣椒品种，除在大佘太镇打造万
亩辣椒产业园，打响“佘太红”品牌外，还在额
尔登布拉格、苏独仑、先锋等苏木镇创新推行

“辣椒套种小麦”“辣椒套种西瓜”“辣椒套种
葵花”等种植方式，打造辣椒特色优势区。

“在辣椒地里套种小麦，麦后复种葵花，
这种‘一椒两套种’模式，既可以有效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还可以利用3种作物的时间差和
空间差，充分发挥边行优势，提高产量，实现
一地多产、一地多收。”内蒙古禾兴农牧业有
限公司种植片区负责人池波说。

为推动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乌拉特前
旗专门组建了辣椒种植技术人才团队，在品

种选育、病虫害防控、品牌打造、基地建设、标
准定制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组织专家人才
和辣椒种植大户开展产业座谈会和田间论坛
活动，推动种椒种植户在金融服务、土地流转、
劳务用工、技术指导、市场研判等方面互通互
鉴，形成产业攻坚合力。对此，从事辣椒种植
的返乡创业大学生张慧深有感触：“我们辣椒
种植户在专业技术人才的指导下抱团发展，形
成了市场，在销售环节具有市场话语权。”

此外，乌拉特前旗以27家人才驿站、6家
科技小院、8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产业人才
平台，吸引华南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内
蒙古农业大学、河套学院的12名大学生定期
开展技术服务，联合巴彦淖尔市农垦集团等
企业“送技下乡”，推动全旗辣椒产业走规模
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发展新路子，农
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目前，乌拉特前旗辣椒种植面积已达
4.42万亩，预计总产值超过 3亿元，已初步形
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聚效应，小辣椒正在映

“红”乡村振兴致富路。

小辣椒映小辣椒映““红红””致富路致富路

杭锦旗

本报鄂尔多斯9月21日电 （记者 郝
雪莲）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巴拉贡镇聚
焦“整村推进、整乡提升”发展目标，把甜糯玉
米特色产业作为推进全镇乡村振兴的主导产
业之一，推动村集体增收，带动农牧民致富。

为提升甜糯玉米产业的组织化、规模化水
平，推动村集体经济增收，巴拉贡镇以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为基础，建立“党支部+合作社+企业+
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采取试种、代种、联种等多
种合作模式，带动辖区及周边80余户农户种植

甜糯玉米达1000余亩，户年均增收1万元以
上。同时，甜糯玉米与大田玉米可以错峰采收，
不误农时，为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岗
位，采收高峰可带动120余人就近务工。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关键期，巴拉贡镇全力打造“一园两区三
基地”，成功“解密”特色有机果蔬、朝天椒示范种
植、稻蟹综合养殖等一批“专而精”产业，以鼓起
村民的“钱袋子”，让村民过上“甜日子”的“双向
奔赴”布局产业，领跑乡村产业振兴新赛道。

鲜食玉米棒 致富新希望

□本报记者 李玉琢

初秋，凌晨3点多，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得力其
尔乡得力其尔村白鹅养殖基地“嘎嘎嘎”的鹅叫声
此起彼伏。随着基地负责人李桂财的一声令下，
工人们七手八脚地将大鹅赶出大棚，开始装车。

“晓静，你带几位女同志把大棚里的大鹅
都赶到这个过道里；你们几个男同志负责装车
并点好数，一个笼子里装 5只大鹅……”得强
白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桂财在有条不
紊地安排着工人们，一直忙到早上 9点多，直
至最后一只大鹅装上车。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从2020年开始，在旗
委组织部助力乡村振兴项目的支持下，我们开始
养殖大鹅，去年我们村挣了40多万元，今年还没
细算，肯定也很好。现在，不仅我们村产业壮大
了，还为我们村里的百姓在家门口提供了就业岗
位，像管理大鹅的晓静，一个月能挣3000多元。”
李桂财高兴地说着村集体产业发展情况。

2020年以前，得力其尔村的村集体产业
一直是零。该村河溪纵横、水草丰美，是大鹅
养殖的良选之地。为了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
兴，得力其尔村因地制宜发展大鹅养殖产业，
经过3年多的努力，村集体经济实现了从无到
拥有养殖大棚、冷库等近百万元的固定资产和
几十万元流动资金。

得力其尔乡人大主席徐占丰介绍：“今年，全
乡9个合作社养殖大鹅8万只，带领农户养殖10
万余只，实现了孵化、育雏、养殖、加工、销售为一
体的全产业链条，已经成功申请了阿荣旗白鹅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识，阿荣旗白鹅得到广大消费者
的好评与喜爱，每年成功为全乡创收百余万元，
为全乡养殖户增加近百万元的收入。”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在阿荣旗，像
得力其尔村这样的村集体产业并不是唯一，它
只是全旗着力壮大村集体经济，以强大的村集
体经济打通乡村振兴之路的一个缩影。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多年来，阿荣旗
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方式，通过支
部引领、项目扶持、技术支持等多种方式开启了
村集体产业的发展，同时，合作社每年定期向村
集体上交利润分成。预计今年年底，全旗60%
以上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将实现20万元以上。

现如今，阿荣旗各乡镇产业壮、群众富、支部
强，基层党支部的核心作用更加凸显，各村将集体
经济的收入用于修路、绿化美化、救助困难群众等
公益事业，真正实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唱”响产业发展增收曲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正蓝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萨仁图雅

近日，记者跟随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残联负
责人来到该旗哈毕日嘎镇奎苏沟村一个一户
多残的特殊家庭。

从虽不富裕但较整洁的庭院不难看出，他
家是努力要把日子过得更好些。此次残联工作
人员前来是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同时，也回访
残疾人无障碍设施和适配辅助器具使用情况。

年过七旬的丈夫耳聋多年，妻子又有精神
和肢体上的残疾，是一户多残家庭。前段时间，
正蓝旗残联根据实际需求给他家安装了无障碍
可移动坡道，并安装了扶手，配送了轮椅、助行
器、可移动坐便椅、助听器、语音闪光电饭煲、专
用橱柜、护理床等助残辅具，他们的生活质量有
了显著提高，从过去长期蜗居在家到每日可以自
主行走进出，从无法独立做饭到自主烹饪一日三
餐，幸福感得到了极大提升。

近年来，正蓝旗高度重视困难重度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残疾人就业、康复等各
项工作，进一步提升残疾群体的生活质量。

居住于上都镇滨河小区的樊富因突发脑
溢血致残，生活不能自理，妻子邱凤荣在平日
照料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了解情况后，正蓝旗
残联及时为他们单元楼道安置了可移动、无障
碍坡道，并为他家安装了可视门铃、移动坐便
器，还在卫生间安装了沐浴椅、栏杆和扶手、火
灾报警器等。现在，邱凤荣推着老伴出个门、
给他洗个澡、上卫生间都方便了许多，着实减
轻了许多烦恼。

邱凤荣说：“由于老伴不能行走，进卫生间
太困难了，有了这个可移动坐便器太方便了。
以前，由于老伴长时间躺在床上不能翻身和活
动，臀部和腰部出现了湿疹和水泡，我做了好
些个棉垫也不行。现在有了充气气垫，这个问
题就迎刃而解了。尤其是以前推他出去轮椅
卡到楼梯下不去，想下去还得叫邻居帮忙，现
在在楼梯处给安了可移动坡道，方便我推着老
伴出去散心遛弯了，我俩再也不用在家里天天
憋闷着，心情舒展了，身体也好了很多。特别
感谢党和政府这么好的政策！”

今年以来，正蓝旗因地制宜、因需施策，针
对不同残疾人类别、生活习惯、居住条件等实
际情况，实行“一户一案”，着重突出生活无障
碍，体现个性化，分别针对肢残、视力、听力、精
神、智力等 7类 40户困难重度残疾家庭实施
了无障碍改造，共投入资金17.5万元，一项项
精准改造工程的实施，让残疾人士能出门、能
行动、能自理，真正用“爱”除“碍”，提升了残疾
人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

让残疾人家庭“有爱无碍”

阿荣旗

□本报记者 毛锴彦 摄影报道

日前，鄂尔多斯市第四届农牧民健身运
动会·鄂托克前旗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
那达慕大会开幕。

大地织锦绣，沃野喜丰收。3天会期3
场活动，万余名游客和群众欢聚于此，鄂托
克前旗赛马场内外人潮涌动、锣鼓震天，心
怀丰收喜悦的各族群众身着盛装、载歌载
舞，共庆草原盛会。

活动期间，除开展搏克、赛马、传统射箭
等传统体育竞技项目引人关注外，还举办了

绿色农畜产品展、农牧业机械展和民族手工
艺品展。赛场外的趣味农事活动和“白绒山
羊选美”“蒙古马选美”等优良畜种评选活动
都引起了现场群众极大的参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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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开幕式现场。。

机械展销机械展销。。

西瓜大赛西瓜大赛。。

优质农产品展优质农产品展。。


